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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坚持创新引领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王资博 
 

    党的十九大吹响了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集结号，不但强调了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更为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指明了行动方向。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题中之义与战略之举，也是我国迈向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要求与时代呼唤。 

    以创新发展理念为先导，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科学指引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发展理念，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为此，我们必

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发展理念，明确创新的重要意义，切实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一方

面，在创新发展理念引领下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体现了对世情的科学把握。从国际来看，惟

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为抢抓机遇、获得主动，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寻找科技创新

的突破口，推动政策向创新倾斜。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综合国力竞争中，我们必须正视现实、承认

差距、密切跟踪、迎头赶上，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走自主创新道路。另一方面，在创新发展理念

引领下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更彰显了对国情的精准研判。从国内来看，走创新发展之路、加

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选择。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

发展大而不强、大而不优，要素驱动力明显减弱，欲突破瓶颈、补齐短板，要为建设科技强国、

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根本之道在于

创新。显然，只有坚持以创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才能推动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

系和发展范式。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部分，对我

国“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进行了精心部署。 

    以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着力点，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明晰战略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为掌握发展先机和竞争优势、加快建设

创新型国家明晰了战略路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适应新时代新要求的立足全局、面向全球、聚

焦关键、带动整体的重大发展战略，着眼于实现从以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转向以创

新驱动发展为主。创新驱动旨在使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业态创新与

文化创新等相结合，推动发展方式向依靠持续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升转变，促

进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精细、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把

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点放到创新上来，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一是紧紧抓住科技创新这个核心。科技兴则国家兴，科技强则民族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

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深化科技体

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

大潜能。二是把各方面的创新有机衔接起来。要着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经济、文化、社会、

生态等各个领域在内的全面创新发展，尤其要深化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

各个要素的创新，全方位推进产品创新、品牌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要围绕产业

链部署创新链，把科技创新真正落到产业发展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倡导创新文化，强化

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培育新型文化业态”。由此，要进一步



 

第 2页 共 2页 

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切实增强创新驱动发展的系统性和协同性。三

是紧紧抓住培养造就创新型人才这个关键。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要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

提出的要求，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

水平创新团队。为了加快形成一支规模宏大的创新型人才队伍，要重点在用好、吸引、培养上下

功夫。 

    以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为依托，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坚实保障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是决定国家创新发展水平的

基础，其作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依托、坚实保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从整体上

形成创新生态系统。要在实践载体、制度安排和环境保障上下功夫，建设各类创新主体协同互动

和创新要素顺畅流动、高效配置的生态系统。二是从具体上落实创新主体的功能定位。要明确企

业、高校、科研院所、社会组织等在创新链不同环节的功能定位。要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力量，建设一批引领企业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支持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提升创

新能力，培育一批核心技术能力突出、集成创新能力强的创新型领军企业。三是从机制保障上改

进创新治理。要进一步明确政府和市场分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营造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

环境，着力构建统筹配置创新资源的机制，破除一切制约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激发全社

会创新活力。 


